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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全椒，位于安徽东部，地处江淮之问，东
与南京隔江相望，西与古城庐阳毗连，花山绵
亘于北，滁河蜿蜒于南，山川秀丽，土壤肥

沃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。宁合公路横贯东西，
县内公路四通八达，向为经济繁荣地区，军事
战略要地。

全椒，历史悠久，西汉初年，县己建置。

其后，时为侯国，时为王国，时设州，．时设
县，间或分设两县。县名几经变更，至隋复名
全椒。由于历史绵长，县邑古老，遗存着大量文

物古迹。诸如阜陵、丰乐、梁王等古城遗址，
至今有迹可寻。至于墓葬，境内星罗棋布，

汉至六朝墓葬尤多。名人墓葬有汉羹颉侯，
阜陵王和宋康王墓。建国以来，在农田水利和
城镇建设中，出土了大量文物，其中吴庄出土
之石斧，堪与省馆藏品媲美。石庄汉墓出土之
青铜鎏金龙头镜架，为稀有文物。隋墓出土之
青釉鸡头龙柄壶极为珍贵。唐代贴花壶为国家
一级文物藏品。出土之清代“遣园石刻?口，一书
法艺术价值极高，为中外研究《儒林外史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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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关注。清人梁同书书写之“达园
后，引起书法界极大兴趣。藏品中

“默崴手迹"更为难得之精品。在文物普查
中，还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
数十处。综上古文化遗址之发现和多种文物之
出土，足见人类祖先早在氏族社会就在全椒这
块土地上劳作繁衍，过着定居生活，并哺育着
后代子孙，是以全椒人文辈出，实有来自。

全椒，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巨

著《儒林外史》作者吴敬梓的家乡，是太平天
国后期著名将领康王汪海洋的故里，是抗日战
争时期皖东革命根据地。在解放战争中，全椒
人民为支援百万雄师渡江作战，作出了巨大贡
献。 -．

为使古往今来劳动人民创造的厉史与保存
下来的文化遗存和实物史料，更好地为文物考
古工作服务，为“四化"建设服务，为“两个文
明’’建设服务，现将文物普查中，调查、征集、
整理的资料，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
义观点，编撰《金椒县文物志》，录迹前人，
启迪来者，爱为之序。

阚家衡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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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概 述

第一节历史沿革

全椒县位于安徽东部，属滁县地区，东与江苏省江浦县为

邻，西与肥东，巢县交界，南与含IJI、和县毗连，北与滁县接

壤，是安徽省古县之一，历史悠久，早在原始社会，人类便在

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。春秋，战国时．称椒邑．《安徽通志>，

。全椒在楚灵王时，为武举采邑．一全椒县名，说法有二．一

说县城踞I】I而名，《广韵》， “椒，山巅。"一说“全骨是

邑民姓氏，或释。全"和靠椒’’都为姓氏。伍子胥之祖、楚大

夫伍举，封于椒，以食邑为氏，《左传》称为椒举．由于兼并

战争，楚亡属吴，吴亡届越，越亡仍属楚．
’

秦统一中国，设郡县制，椒邑属九江郡。

汉始，置全椒县。高袒初改属淮南国，封英布为淮南王，．

管辖建阳(今滁县)、全椒、阜陵三县地(阜陵县在今全椒境内)．

汉文帝八年(公元前172)，封淮南王刘后长子刘安为阜陵侯，．

阜陵始为侯国。不久，刘安徙封，仍改为阜陵县。新莽时，改阜

陵为阜陆。永平十六年(73)，徙封淮阳王刘延为阜陵王。阜

陵为王国。建初元年(7 6)再改为侯国。建初四年(7 9)，

全椒县属下邳国，建安十一年(2 0 6)，下邳国除。，

三国，届吴。废县邑，设屯田都尉。 j一：’

两晋，全椒县废。东晋，侨置郧县，山桑县。阜陵县废．

南北朝时，宋属南谯郡，仍为山桑县，郴县。武帝时封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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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宣为南谯王。齐置嘉乎县，仍属南谯郡。赞J5县改属临江郡。

山桑仍如放。梁改嘉平县为北瞧县，属北谯郡，始置丰乐县，寻

废。武帝大同二年(5 8 6)，改北谯郡为谯州，山桑县废。

北魏发北谯郡入临滁郡，郧县属之。北齐仍为北谯县，属临滁

郡。北周，仍为北谯县，属北谯郡。

隋，开皇初，改北谯县为滁水县。大业初，复名全椒县，

属江都郡。 ．

唐武德三年(6 2 0)，全椒县，属滁州。

五代、宋、元，全椒县，属滁川。

明初，全椒县废，属凤阳府。洪武十四年(1 8 8 1)复

置全椒县，属滁州。

清，全椒县，属滁州。

民国，改滁州为县，全椒属淮泗道。民国八年(1 9 1 9)

全椒改属安徽省滁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。抗战期问，滁县行政

督察专员公署改为安徽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(设在全傲古

河镇)，全椒县属之。抗战胜利，全椒为滁县专员公署管辖。
1 9 4 9年1月2 5日，全椒县和平解放，受安徽省滁县

行政公署管辖。
‘

第二节文物概况

全椒县地处江淮之间，历史悠久，土地肥沃，气候温湿，

雨量充沛。散布在全县七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，证明早在

原始社会时期，人类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。春秋、战国时，

为楚国的椒邑。西汉初，置全椒县。汉至明清，历代不衰，因

此，全椒县境内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，它们是研究全椒地

方史可靠的实物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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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文化遗址，县境内已发现十八处，其中原始社会文化遗

址七处，商周文化遗址七处，秦汉至明遗址四处。对原始社会

文化遗址虽未作进一步的发掘考证，但以遗址表面耕土中，采

集到有石斧、石碛，石凿、陶网坠、陶纺轮等生产工县和鬲足，

聱足、豆、罐和鼎足等生活用具。这些原始社会陶器残片，其中

有泥质红陶，夹砂红陶，夹砂灰陶，泥质灰陶，黑衣陶。此外，还

采集到大量鹿角、蚌壳、红烧土等。在县十字乡黄金炉发现古

代采矿坑和冶炼遗址，暴露有大量矿石、矿渣，面积达三百亩。

古城址．已发现三处。位于县西南3 5公里的卜集乡的丰

乐城遗址，为南朝梁时所置丰乐县的城址，遗址呈正方形，周

长8 2 0 0米，现城垣尚存，残高8米，基宽约7米，为土夯

筑，夯迹清晰。位于县城东南9公里的陈浅乡百子村的阜陵城

遗址，汉初在此置县，后为侯国。据《全椒县志》载，东汉永

平十六年(公元7 3)徙封的阜陵王刘延墓葬，即在此城附

近。梁王城址，实为东晋时的山桑县故城，现尚存部分城垣。

古建筑，位于县城内襄河北岸的国光楼，原名尊经阁，明

隆庆六年建，为明清士人读书讲学之所。神山寺始建于唐大历

年间，历代均有修葺，现存前进楼房和中进大殿，石阶有龙纹石

刻。位于县城西北1 8公里六镇东北的三塔寺，创建于隋大业

年问(6 0 5——6 1 8)。宋徽宗大观元年(1 1 0 7)，

在寺前建塔三座，而得此名，现尚存寺殿五进，计廿六间。龙

山寺在全椒管坝乡，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(5 0 2—5 1 9)

年间，历代曾有修茸，今存前进和两厢。另有现今尚存的阮氏宗

祠一组清代建筑。县内还有保存完好的清以前的古桥梁九座。

古墓葬，自战国至明清历代古墓，星罗棋布，尤其是两汉

及六朝时期的古墓群屡有发现。梅花垄古墓群，犹如梅花瓣般隆

起密布，堑区面积达六平方公里，墓葬自汉至密宋历代皆有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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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革命战争期间，1927年正式成：立六房团支部(冒上海Cy江苏

省委领导)。抗日战争时期；1938年冬，中共安徽省工委，新

四军四芝队七团．八团、九团和战地服务团，以及新四军江北

游击纵队第三纵队到全椒，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，建立和发展

中共党的组织。1940年6月；在周家岗建立中共全椒县委．全

椒县抗日民主政府，这些革；{ir组织的活动旧址，至今尚存．在
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抛头颅，洒热

血，前赴后继，现周家岗烈士公慕．就掩埋着抗日战争时期周

家岗攻坚战中牺性的二百多名烈士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共全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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